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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尺度灾害天气分析与预报系统（Ｍｅｓ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ＭＷＡＦＳ）是集成了国

家重大科研项目产出的有关中尺度灾害天气研究成果以及气象行业关键的业务产品，综合应用计算机网络、地理

信息系统、数据库以及气象专业分析模型等信息处理技术建立的一个能快速、有效地监测、分析与预测中尺度灾害

天气的应用平台。ＭＷＡＦＳ系统由数据接收处理、产品生成和综合分析显示３个子系统组成。其综合分析显示子

系统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技术，融合了气象信息分析和显示方法，实现了重要场所天气状况的精确定位和表达，以及多时

空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和叠加显示；显示系统采用了Ｃ／Ｓ和Ｂ／Ｓ两种体系架构，既可满足个人用户进行个性化的

操作与分析，又可实现远程用户通过浏览器快速浏览和调用 ＭＷＡＦＳ系统产品。此外，系统建立了自动化的后台

数据管理机制、作业调度流程和方便灵活的数据接口，易于本地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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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是我国主要的气象灾害之

一，由空间尺度小、时间变化快的中尺度强对流系统

引发的中尺度灾害天气，尤其是暴雨，目前天气监测

与预报系统很难有效监测和正确预报［１］。尺度大、

节奏慢的天气监测与预报系统无法适应尺度小、变

化快的中尺度灾害天气的监测与预报的要求。中尺

度灾害性天气的监测与预报所面临的科学技术问

题，只有通过建立中尺度观测系统，发展短时临近预

报系统来解决。建立具有适应性观测功能的中尺度

观测系统；发展能融合、同化多种观测资料形成高时

空分辨率的包括云参数分析的中尺度气象分析系

统；将定量遥感资料应用于中尺度灾害天气的分析

与预报；建立能充分应用卫星、雷达遥感资料的中尺

度灾害天气的短时临近预报模式系统是提高中尺度

灾害性天气监测与预报能力的必要途径［２］。中尺度

灾害天气监测、分析与预报系统（ＭｅｓｏＷｅａｔｈｅｒ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ＭＷＡＦＳ）就

是为了探索和适应这样的应用需求而研制的。该系

统充分利用移动观测系统和遥感技术，整合现有资

源，应用已有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究成果，在同

一平台上实现中尺度灾害天气监测与预报的互动，

对提高中尺度灾害天气的预报与预警能力提供技术

支持。

早在“七五”期间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就主持研

究并建立了“京津冀地区灾害性天气监测和超短时

预报试验基地”（简称京津冀基地），这是首次在国内

建立的中尺度观测网，其研究开发的多功能双屏８

画面气象图形图像工作站，实现了卫星、雷达和常规

资料的综合分析和叠加显示，为中尺度系统的深入

研究、开发和业务试验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平台，取得

明显的社会与经济效益［３］。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

展，世界各国也在不断探索能够充分发挥现代化系

统效益的新预报业务流程和应用系统。美国国家天

气服务中心（ＮＷＳ）用于业务天气分析的 ＡＷＩＰ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１０３０３收到，２０１１０６１０收到再改稿。

资助项目：国家９７３计划项目“我国南方致洪暴雨监测与预测的理论和方法研究”（２００４ＣＢ４１８３０７），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

金（２０１０Ｙ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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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处理、显示、天气分析、通讯等方面功能强大。

提供了多种气象资料与地理信息叠加分析功能，是

美国主要的天气分析处理系统［４］。中国气象局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开发完成的气象信息综合分析处

理系统（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ＭＩＣＡＰＳ）历

经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气象部门广为应用的业务

系统，在预报预测业务和科研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５］。为满足灾害天气的短时临近预报业

务需求，近年来，由中国气象局支持，多家单位联合

开发了灾害天气短时临近预报系统（ＳＷＡＮ），能够

提供更精细的预报产品，该系统现已在业务部门推

广应用［６］。与前者不同的是，ＭＷＡＦＳ是专门针对

中尺度天气系统的分析与预测，综合应用了当前先

进的信息技术研制的试验性、探索性的研究型应用

平台。以中尺度灾害天气研究的最新科研成果为支

撑，以实时获取的高时空分辨的中尺度观测（包括移

动观测）资料为基础，通过提供融合和同化了多种探

测资料的高时空分辨的中尺度分析场资料，结合中

尺度短时临近预报模式产品和定量遥感资料，为研

究和预报人员提供一个精细化的中尺度分析与预报

平台，以弥补传统气象观测网和分析系统难以捕获

和分析中尺度系统三维结构的不足。该平台对探索

如何发展中尺度灾害天气监测、预报与预警技术并

建立新型的中尺度预报业务，探索如何获取能提高

中尺度灾害天气预报的、高质量的中尺度观测资料，

探索如何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为业务应用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本文概述了 ＭＷＡＦＳ系统的组成，重点

介绍了 ＭＷＡＦＳ综合显示系统的技术架构和功能

特点，简要分析了其与 ＭＩＣＡＰＳ的不同。

１　ＭＷＡＦＳ系统组成

ＭＷＡＦＳ系统由数据支持系统、产品生成系统

和综合分析显示系统３个部分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ＭＷＡＦＳ系统组成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ｏｆＭＷＡＦＳ

　　数据支持系统由数据的获取、质量控制、存储管

理、动态分发等模块组成。通过建立自动化的后台

数据管理和数据分发业务流程，实现观测数据和中

尺度分析预报产品的收集和共享。为了探索和检验

新型观测装备、区域中尺度系统观测资料以及不同

质控方案等对提高中尺度灾害天气预报能力的效

果，该系统建立了灵活的数据接口，可以支持除日常

业务数据之外的多种特殊观测数据如移动雷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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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线、边界层、ＧＰＳ水汽等的输入。

产品生成系统是多项中尺度灾害天气研究成果

的应用集成。其关键技术包括多雷达遥感反演技

术，中尺度资料融合和再分析技术（基于ＬＡＰＳ系

统发展和本地化），中尺度数值模式技术和高密度自

动站的质量控制和分析技术等［７１４］。这些产品对揭

示中尺度强对流系统的三维结构和形成发展机理，

为中尺度灾害性天气监测和预报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本地化应用时可针对不同区域的需求和特点进行

定制。产品生成系统中每个应用子系统相对独立运

行，其输入、输出的数据和产品由 ＭＷＡＦＳ集中管

理，这样减少了系统集成的难度，提高了数据和产品

的共享和管理效率。

综合分析显示系统是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技术建立

的，充分利用 ＧＩＳ技术在数据管理和查询、地理空

间数据分析处理、可视化表达以及能够提供空间和

动态的地理信息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将ＧＩＳ空间分

析能力与气象信息处理技术相结合，提供了气象信

息的快速浏览、细分析、实时监视、预报产品生成和

制作等多项功能，实现了对中尺度灾害天气实时、快

速的跟踪和灵活方便的分析显示。它是 ＭＷＡＦＳ

产品综合展示的窗口，是系统的终端用户平台。

２　ＭＷＡＦＳ综合分析显示系统

２．１　综合分析显示系统的技术特点

综合分析显示系统采用了客户端／服务器（Ｃｌｉ

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简称 Ｃ／Ｓ）和浏览器／服务器（Ｂｒｏｗｓｅｒ／

Ｓｅｒｖｅｒ，简称Ｂ／Ｓ）两种体系结构，针对不同的应用需

求开发了相应的用户端使用界面。Ｃ／Ｓ客户端侧重

于实现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显示功能，提供对历史个例

数据的回顾和细分析，满足个性化研究，进行细分析

使用。Ｃ／Ｓ系统更适合专业分析、个例总结和研究使

用。Ｂ／Ｓ客户端则更强调系统对实时资料的快速准

确的提取和表现，实现信息与资源的远程共享，更适

合预报员或远程用户使用。采用菜单驱动和地图操

作相结合的方式，用户既可以在个人电脑上进行个性

化的操作与分析，又可在会商室或远程通过浏览器快

速获取实时灾害性天气的监测、分析与预报信息。

ＭＷＡＦＳ综合分析显示系统包括了基础数据服务器、

处理分析服务器、产品发布服务器和用户端界面等主

要部分。其技术架构和组成如图２所示。

图２　综合显示系统技术框架

Ｆｉｇ．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ＭＷＡＦＳ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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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系统描述

基础数据服务器。用于实时观测数据、中尺

度分析、预报产品等几十类气象数据的接收、处理、

存储和管理。由于每类数据的更新频率、空间尺度、

文件大小、数据格式及命名规则差别很大，数据增长

迅速，为及时满足不同的产品生成系统的复杂的数

据需要，系统规范了数据文件的命名规则和数据文

件格式，建立了相应的业务调度和管理流程。

处理分析服务器。处理分析服务器是综合显

示分析系统的核心部件，它的主要任务是将基础数

据按照预先制定的处理和显示策略转化成可用于网

络发布的图形数据文件。ＭＷＡＦＳ系统的信息发

布是基于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开发的网络地

理信息系统平台———地网 ＧｅｏＢｅａｎｓ开发与实现

的［１５］。为了提高网络客户端用户的显示效率，采用

直接调用图形数据文件的技术方案，将气象业务数

据预处理成ＧｅｏＢｅａｎｓ发布系统支持的图形数据文

件．ＧＢＤ格式文件，以实现气象数据的快速发布。

数据处理分析服务器的主要功能包括发布数据的预

处理、实时监听和数据传输。

发布数据的预处理采用基于策略管理的预处理

参数设置技术，针对不同类别气象数据的使用和显示

特点，制定相应的预处理方案和绘图策略，进而设置

预处理参数。主要包括气象业务数据的存放路径、文

件名、网络发布服务器的路径、数据更新频率、数据交

换方式等环境参数；数据处理的区域范围、投影方式、

数据格式、数据处理优先级等数据处理参数；数据显

示方式、等值线绘制参数、绘图彩色表调用等绘图参

数。所有设定的参数全部纳入数据库管理。

图３是处理分析服务器的管理界面，通过这个

管理平台可以实现不同类别气象数据的各类控制参

数的设定。

图３　数据处理分析服务器管理界面

Ｆｉｇ．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ｄａｔａ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数据处理分析服务器由线程控制器根据数据库

中的业务数据的更新状态创建线程。采用多线程并

发机制，实现业务数据处理、传输和状态更新。

网络发布服务器。提供地图服务、业务数据

服务以及网络服务。提供面向网络用户的数据发

布，实现数据查询、检索、下载和分析等功能。实现

基本地理信息操作，提供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和符合

地理信息数据描述的气象业务数据的绘图及绘图操

作，实现多种地理投影方式显示、图层切换和图层控

制管理等。

客户端应用。提供多种中尺度气象信息的快

速查找和显示：采用定制模版的数据快速发布模式；

提供按数据类别、时间和地域，以及按预报或预警产

品类别的信息检索；最新数据自动检索；多图层信息

的动态浏览；图层的空间和时间切换及动画显示等，基

于浏览器实现中尺度气象信息的快速访问。Ｃ／Ｓ客户

端除了实现Ｂ／Ｓ客户端的功能外，增加了气象专用分

析模型的集成、对历史个例数据的管理和调用以及人

机交互处理功能。完善业务数据符号自定义、等值线

生成算法选择等，更适合进行深入的专业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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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ＭＷＡＦＳ综合分析显示系统的功能特点

３．１　功能设计

综合分析与显示系统提供了用户操作和应用的

主界面，其功能设计直接关系到系统的可用性。在

充分考虑了专业人员的使用习惯和尽量减化操作、

方便使用的原则下，设计了 ＭＷＡＦＳ综合分析显示

功能，主要模块如图４所示。

图４　ＭＷＡＦＳ综合分析显示系统功能模块

Ｆｉｇ．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ｅｓｏｆＭＷＡＦＳ’ｓ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ｙｓｔｅｍ

３．２　特色功能分析

３．２．１　数据产品的特点

ＭＷＡＦＳ的数据产品具有明显的中尺度特点，

主要体现在高时空密度的中尺度观测数据；具有较

高使用价值和很强适用性的中尺度分析场数据；同

化了雷达卫星等遥感数据的中尺度预报场产品；为

研究而增加的特殊观测数据。产品包括：

　　高密度自动站观测数据：温、压、湿、风、降水

量和累积降水量等要素的高密度观测数据。

雷达组网三维拼图产品：区域实时组网三维

回波拼图、回波云顶高度、组合反射率、垂直液态水

含量等数据产品。

卫星产品图像和数值产品：红外、可见光和水

汽云图、ＴＢＢ、云区相对湿度、ＡＴＯＶＳ温湿度廓线、

云分类和云导风等。

ＬＡＰＳ中尺度分析产品：该产品是由中国气

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从美国ＥＳＲＬ实验室引进并

改进的局地分析预报系统（Ｌｏ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ＡＰＳ）产 生 的。该 系 统 融 合 了

ＮＥＣＰ、Ｓ波段多普勒雷达、卫星云导风、探空和加密

探空观测、地面加密观测及ＧＰＳ水汽等多种气象观

资料［１６］。ＬＡＰＳ中尺度分析场的垂直分辨为２１

层，模式顶为１００ｈＰａ，水平分辨率为５ｋｍ，时间分

辨率为３ｈ，在某些地区可生成３ｋｍ及１ｈ更高时

空密度的分析场。ＬＡＰＳ输出量除常规的温度、高

度、湿度及风场外，还包括多种地面和近地层气象变

量，如地面位温、地面风场、海平面气压、地面相当位

温、地面能见度、边界层顶高度和土壤湿度等，还提

供对中尺度强对流天气诊断分析有使用价值的物理

量，如对流有效位能（ＣＡＰＥ）指数、犓 指数、对流抑

制指数（ＣＩＮ）以及抬升指数等。经质量评估表明

ＬＡＰＳ分析场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和充分的可信程

度，对中尺度分析具有很强的适用性［１７］。

中尺度数值预报产品：可集成和显示多个中

尺度数值模式如 ＧＲＡＰＥＳ，ＡＲＥＭ，ＷＲＦ和 ＭＭ５

等的预报产品。

天气系统预报产品：欧洲数值预报、Ｔ６３９分

析和预报产品等。

为研究而开展的特殊观测数据：区域中尺度

加密观测、风廓线、ＧＰＳ水汽和边界层数据等。

由此可见，ＭＷＡＦＳ综合显示系统作为一个研

究型的应用平台，除提供常规的业务产品之外，还提

供了多种研究性的数据产品和分析资料。

３．２．２　数据产品的快速获取

为了使用户能够快速获取所需的数据产品，系

统采用智能查找、快速匹配技术实现数据产品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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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和获取。当以时间或任意数据产品作为第１检索

条件时，数据库自动将满足第１条件的相关数据产

品提供给用户选择。通过选择按钮属性的改变，提

示用户可选择的数据产品或时间。这样有效地提高

了数据产品特别是时间不连续的个例数据产品的选

择效率，图５为产品选择和提交界面。

图５　ＭＷＡＦＳ系统可显示的气象产品

Ｆｉｇ．５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ｓｈｏｗｎｏｎｔｈｅＭＷＡＦＳ

３．２．３　综合显示功能

　　为了增强系统的中尺度三维结构分析能力，实

现分析、预报与实时观测的互动和对比，该系统在常

用显示功能之外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处理和显示

工具。如三维场数据的实时任意角度的剖面分析显

示；中尺度实时观测和中尺度分析数据的叠加分析

显示；站点多要素数据的时间序列统计、查询和显

示；图像数据透明度的动态设置和叠加显示；图层操

作、等值线分析和标注转换、数据图层的时间和高度

循环动画、多图层叠加数据的同步动画等图层操作

和动画显示功能；灾害性风暴指数的等值线分析、分

析到站点上的时间序列显示以及和站点观测资料的

叠加显示等。

基于地理信息平台提供如鹰眼、复位、移动、放

大、缩小、量算、面积、时间向前向后操作、高度数据

向上向下操作、保存地图、雨量累积等基本操作。通

过载入高精度地理信息数据，可以准确定位中尺度

系统发生发展的位置和路径。

此外，对显示结果提供了多种保存方式，可以

ｊｐｇ，ｂｍｐ格式等静态图像或ｇｉｆ格式等动画方式保

存。图６是三维雷达拼图的剖面分析显示。

３．２．４　快速浏览显示方案管理功能

该功能提供最新气象信息的快速浏览。用户可

按照使用需求，定制个性化显示内容，如资料类别、

产品组合、显示属性、显示范围等，将这些事先定制

好的显示内容作为快速浏览方案保存起来，再次使

用时，系统将自动加载保存的显示方案并显示最新

时次的产品。授权用户可以对保存的方案进行修改

和删除。显示系统快速浏览界面见图７。

３．２．５　数据统计分析功能

提供对系统产品中自动站、风廓线以及离散到

站点的ＬＡＰＳ指数等数据的多要素统计分析。如

中尺度分析数据和观测数据叠加显示；离散到站点

上的多要素中尺度分析数据和相关观测数据的时间

序列显示和比较等。提供了基于时间、要素等条件

的统计分析和显示。ＬＡＰＳ指数离散到站点上，以

及与观测数据的时间序列显示见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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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三维雷达拼图的剖面分析图

Ｆｉｇ．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ｏｆ３Ｄｒａｄａｒ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图７　显示系统快速浏览界面

Ｆｉｇ．７　Ｑｕｉｃｋｌｏｏｋ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ｏｆＭＷＡＦＳ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ｙｓｔｅｍ

４　主要技术及系统应用

ＭＷＡＦＳ是在网络地理信息系统ＧｅｏＢｅａｎｓ基

础上，采用 ＧｅｏＢｅａｎｓ提供的软件开发包和相关组

件经过二次开发实现。针对每种气象资料显示和分

析的具体要求，编写了相应的应用模块，对原有的

ＧｅｏＢｅａｎｓ平台组件进行了扩展。Ｃ／Ｓ架构采用

ＶＣ＋＋和ＶＢ开发技术，Ｂ／Ｓ开发遵循Ｊ２ＥＥ标准，

基于ＧｅｏＢｅａｎｓＭａｐＥｘｐｒｅｓｓ开发环境，应用Ｔｏｍｃａｔ

服务器，提供ＸＭＬ脚本编辑配置修改能力。主要

技术包括：ＧｅｏＢｅａｎｓＳＤＫ；数据引擎；ＧｅｏＢｅａｎｓ地

图组件；气象应用组件；气象资料处理和数据接口；

ＶＢ用户交互界面；多线程数据处理和作业调度；数

据库管理和数据服务；遥感数据的实时调度与显示

技术；海量影像数据组织与管理等。

　　从２００７年起 ＭＷＡＦＳ就陆续在我国南方暴雨

野外科学试验（ＳＣＨｅＲＥＸ计划）
［１８］的４个外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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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数据统计分析

Ｆｉｇ．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验基地广东、上海、湖北和安徽安装使用，并进行准

业务试验。该系统提供的基于ＧＩＳ平台的多种气

象资料的综合分析和显示，对于获取中尺度外场观

测资料，试验和检验中尺度灾害天气的监测、预报与

预警能力，发现地形等地理要素对中尺度天气的影

响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１９］。２００８年汛期

该平台在中央气象台安装试用，为奥运气象服务提

供京津冀中尺度监测、分析预报产品。根据该系统

可做出未来１～３ｄ的预报意见，并提出了我国雨带

未来几天内可能的变化趋势［２０］。２０１０年４月该系

统经过本地化定制开发后，在上海中心预报台安装

运行，为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的气象服务提供技术

参考。２０１０年６月进一步改进后的 ＭＷＡＦＳ作为

预报参考系统在广州中心气象台运行。

５　小　结

ＭＩＣＡＰＳ是针对天气尺度系统开发的综合、全

面、复杂的气象信息综合分析与预报系统，主要面向

气象业务人员使用，它是成熟的业务应用平台。而

ＭＷＡＦＳ是专为中尺度天气系统的监测、分析与预

报开发的一个探索性、试验性的研究型应用平台。

通过该平台进行中尺度灾害天气监测、预报与预警

等新技术研究成果的业务试验；探索如何获取能提

高中尺度灾害天气预报的、高质量的中尺度观测资

料；提供科研为业务服务的技术支撑。

ＭＩＣＡＰＳ在中尺度系统的精细化分析和表达，

以及基于浏览器的客户端应用上需要用户通过二次

开发来实现。而 ＭＷＡＦＳ则具有很强的中尺度分

析和综合显示能力，主要体现在：ＭＷＡＦＳ提供了

高时空分辨率中尺度分析场数据，解决了日益增加

的、种类繁多的和各自独立的观测资料给预报员进

行中尺度分析与预报带来的困难。ＬＡＰＳ包含了丰

富的中尺度信息和灾害性风暴指数分析，通过

ＭＷＡＦＳ提供的显示工具可以方便地进行中尺度

系统结构的细致分析，以及与观测数据、预报结果的

叠加分析，为中尺度系统的观测与预报互动提供了

平台；ＭＷＡＦＳ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技术开发了 Ｂ／Ｓ和

Ｃ／Ｓ两种技术架构的客户端应用，不仅满足了普通

预报员及远程用户快速获取高时空分辨的中尺度信

息的时效要求，也为需要进行个性化、深入分析的科

研和业务人员提供了更强的分析工具和平台；为了

满足精细化中尺度气象分析的需要，ＭＷＡＦＳ提供

了高精度的地理信息数据，通过采用高效的存储管

理策略、动态数据调度和优化的绘制算法实现了海

量遥感信息的快速可视化，较好地满足了基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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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理信息的应用需求。

ＭＷＡＦＳ系统搭建了一个科研成果向业务应

用转化的中试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集成和展示最

新的研究成果，使科研成果尽可能地为业务服务，同

时通过业务试验也进一步验证和改进研究的方法和

技术，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可用性。一旦其中

的某些产品达到了业务应用的标准，完全可以纳入

ＭＩＣＡＰＳ系统显示和应用。ＭＷＡＦＳ系统通过综

合应用网络和网络地理信息技术、数据库技术以及

气象信息处理技术，建立了一个基于 ＷｅｂＧＩＳ的中

尺度灾害天气监测分析与预报平台。该平台已成为

国家“９７３”等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和

转化平台，通过与实际业务相结合，形成了有一定业

务能力，适合业务和研究人员使用的应用系统。

ＭＷＡＦＳ是对天气尺度的观测和分析预报系统的

补充，提供了中尺度产品的快速浏览、细分析、实时

数据监视、产品保存、打印等多项功能，实现了对中

尺度信息多角度、多层面、快速、灵活、方便的分析和

显示。其良好的数据兼容性和方便的数据接口，保

证了除常用气象数据之外其他格式的数据也能方便

地接入使用。该系统建立的自动化后台数据处理和

管理机制，保证了整个系统能够协调、流畅地运行。

后续的开发将增强交互式预报产品制作功能，优化

对高密度大容量气象数据的管理，提高产品生成器

的处理效率，丰富气象算法，以实现对系统的改进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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